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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中環空氣污染指數達到最高的「10+」級
別，中環摩天輪一片朦朧。 ■法新社

公營龕位「想有就有」要等逾10年
暫僅北區東區會挺建龕場 高永文認進度慢

張建宗冀釋放逾4萬婦女勞動力

內地活雞料本周難復供

Missha新舖欠租遭入稟收樓

陳茂波：暫物色150地建21萬屋民建聯倡助漁農業「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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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以
九龍東作試點，研究發展
「聰明城市」。發展局局長
陳茂波昨日表示，「聰明城
市」主要包括改善區內交
通、建設成綠化社區，以及
提供智能資訊。他又表示，
政府暫時物色到150幅用作
興建逾21萬個住宅單位的
土地，分別位於全港16區，地積比會盡可能增加
20%，但會考慮對交通及空氣流通的影響。
陳茂波昨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當局希望在

「聰明城市」內盡量減低碳排放、建設易行的道
路、增加交通配套如設架空單軌列車。「聰明城
市」亦會提供空曠、宜居的空間，又會綠化後巷，
做到人人都想行後巷的效果，以及改善行人環境及
解決交通問題；公共空間則會盡量提供免費上網服
務。他表示，會在賣地條款加入綠化環境的要求，
當局稍後會向立法會申請撥款，進行可行性研究。

增地積比多建3000單位
陳茂波又表示，當局過去兩年半已透過城規程

序，成功透過提高地積比，增加逾3,000個單位。他
強調，未來10年要興建48萬個公私營住宅單位，難
度相當大，需要給予時間找地，當局目前物色到
150幅地，但只是起步點，仍要研究交通配套、做
好諮詢或向城規會申請改劃用途。他表示，如獲地
區支持，程序會較快。
至於施政報告提出考慮以洪水橋新發展區內的「棕

地」為試點，推展新發展區。陳茂波指出，有關計劃涉
及190公頃「棕地」，有荒廢農地、劏車場、貨櫃場及
回收場等，當局擬將其中30公頃土地建多層樓宇，將
有關行業收集在大樓內。陳茂波估計，每2公頃土地建
大樓後，便可收納佔10公頃用地的行業，另外160公頃
會用作發展房屋用途，可建6萬個住宅單位。

擬補償「棕地」用家增用地
陳茂波續稱，由於正進行內部工作，暫不方便透

露多層樓宇的選址，只表示當局會向「棕地」用家
提供補償，具體金額有待探討，牽涉的公帑要向立
法會申請撥款，不排除有關人士收取補償後便不再
繼續經營。另外，他指聽到很多聲音要求檢討粉嶺
高爾夫球場的土地運用，當局今年會公佈發展新界
北初步研究結果。對於施政報告提出要取締工廈的
劏房，他指當局會加強巡查及檢控，不排除會向法
庭申請搜查令入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月初在港突然全線
停業的韓國著名化妝品牌Missha，其位於尖沙咀
iSquare的分店租約去年12月生效，為期兩年，月租
13.5萬元，但租約生效一個月，Missha便開始拖欠
租金、管理費、冷氣費及差餉，舖位業主凱聯國際
酒店有限公司日前入稟高等法院，向租客美莎（香
港）有限公司追討逾20萬元欠款、利息及律師費，
並要求收樓，又指店舖未有於本月2日起連續3天以
上開門營業，構成違約。

食物及衛生局將於新一個年度從增加公營龕位供
應、推廣綠色殯葬及規管私營骨灰安置所3個

方向回應市民需求，其中「骨灰龕發展計劃」已在
18區物色到24幅用地，並開展交通影響、工程及技
術可行性等研究；當局自2012年第二季起已陸續就
發展計劃徵詢各區議會的意見。

沙嶺龕場料2020年紓緊張
多名立法會議員昨在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
會上，均關注相關計劃的進度。高永文承認，進展較預
期緩慢，「但不是毫無進展，現時我們已得到北區及東
區區議會支持計劃。」兩區分別提供沙嶺及柴灣用地，
料可合共興建約22.5萬個新龕位。他續稱，沙嶺的龕場
規模龐大，如果順利通過工務小組及財委會撥款並如期
施工，應可在2020年前紓緩緊張的龕位供應。

李慧琼：市民關注輪候時間
另一方面，高永文指日前已向屯門區議會就曾咀用
地諮詢區議會，當區議員大致支持計劃，但尚有很多
措施要討論，經再度諮詢後方可配合運輸及房屋局工
作，以期有足夠的交通配套發展項目。民建聯李慧琼
指出，市民最關注何時才輪候到骨灰龕位。高永文回

應稱，要完全解決每年逾4萬多個龕位需求，「可能
都要十幾年時間。」

梁君彥：立例規管前欠保障
有議員質疑當局在推動環保殮葬方面的工作不

足，經民聯梁君彥則稱，當局雖希望未來提供一定數
目龕位，但私人龕場營業仍十分暢旺，在《私營骨灰
安置所條例草案》立例前，消費者保障欠奉。他引述
局方稱有宣傳提醒市民小心購入違規私營龕場的龕
位，「但我一直看不到相關資料。」
高永文解釋，當局近年一直有推動環保殯葬，但
市民的接受程度仍然不高，當局在營運及協調殯葬工
作方面有改善空間，例如可否更便捷市民，讓市民有
更多選擇等。他又直言，違規龕位的宣傳廣告「可能
不太覺眼」，會適當調整宣傳。
根據政府文件顯示，為滿足公眾對骨灰龕位的需
求，食環署已放寬在公眾骨灰安置所加放先人骨灰的
限制，又推廣「綠色殯葬」，鼓勵市民以可持續方式
處理先人骨灰，包括在紀念花園或海上撒放骨灰；並
於去年向立法會提交《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
期望透過發牌制度，確保私營骨灰安置所遵行法例規
定，加強保障消費者權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雙）不論人生

在世，抑或魂歸塵土，港人都要為一個容

身之所而煩惱。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

生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施政報告的相關政

策，多名議員關注當局興建龕位的進展。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承認進度緩慢，

現時只得北區及東區區議會支持興建骨灰

龕場，但指如需解決公眾輪候公營龕位的

長隊伍，預料需時逾10年，方可符合每年

約4萬個龕位的需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民建聯昨日發表「漁農
業持續發展」報告，指漁農業能為社會維持食品供應
及穩定價格、可保障食品質素與安全，及推動經濟多
元化，惟近年漁農業總產值下降，建議當局推動漁農
業以「高增值」及「休閒性」為發展主軸，提升業界
競爭力。

何俊賢：漁產銷內地未反映產值
報告提及，政府多年來的海事工程與不完善的排污

系統，令海洋生態遭受破壞，漁業資源因而減少，加
上近年多項環保條例收緊，導致漁農業在產值、產
量、從業人數及生產規模下降。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
俊賢解釋，由於香港漁船需要到較遠的地方捕魚，但
油費太貴，所捕獲漁產亦會銷售到內地，故未能真正
反映香港漁農業的產值，因而提出多項改善建議。
「高增值漁農業」方面，報告建議設立水產品中央

市場，縮短水產品行銷流程，提高行銷效率，並考慮
以日本築地市場作為發展市場的藍本，透過獨特的魚
類拍賣流程吸引遊客參觀，以及支援「全環控水耕」
技術發展，要求提供清晰指引釐清工廈「植物工廠」
的合法性等。

「一牌兩用」拓「休閒漁農業」
報告又在「休閒漁農業」方面，建議調整船隻牌照

限制，研究「一牌兩用」的可能性，即准許漁船符合
安全規定後，船主可申請牌照附加簽註；容許農場撥
出一定比例土地興建能配合休閒農業的發展等。報告
亦建議當局可在未來規劃方面，引入農業優先的理
念，引用《收回土地條例》徵收私人農地成立「農業

專區」，讓受政府工程影響的農民可獲優先安排搬遷
到「農業專區」進行復耕。
報告指出，業界希望透過提升競爭力，生產更高產

值與高品質的漁農產品以賺取利潤，讓從業員獲得合

理收益；消費者則透過可信賴的食品生產與檢測機
制，獲取安全、健康及新鮮的本地漁農產品，以及透
過將漁農生產與休閒、教育結合，提升市民的生活質
素。

不足一年命病人 准提早取回強積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長遠

勞動力供應問題備受社會關注，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張建宗昨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
示，本港勞動力市場錯配問題嚴重，加上
人口老化，有需要設法補充勞動力，例如
加強托兒服務，期望釋放4萬至5萬名婦
女勞動力。他又重申，明白社會對輸入外
勞存在很大憂慮，勞顧會會小心處理每宗
申請。
張建宗昨日表示，為鼓勵基層市民投入
勞動市場，當局將加強托兒及護老服務，
以釋放4萬至5萬名在家主力照顧家人的
婦女勞動力。他表示，即使婦女只是以兼
職形式工作，僱主都可調整聘請策略，考慮將一個職位分拆由兩人任
職，相信有助紓緩現時基層勞動力緊張的問題。

擬放寬保安員年齡限制
張建宗又認為，其實不少長者仍有能力工作，而本港每年都有私人
住宅落成，社會對物業管理人員有一定的需求，故當局計劃修改有關
的保安員條例，放寬任職保安員的年齡，容許65歲以上的人士擔任物
業管理工作，及持有B牌的保安員由現時65歲不可續牌延長至70歲。
另外，張建宗節目後向傳媒表示，勞工處已完成亞視拖延發放11月

薪金的調查，並將報告提交律政司，不排除再度檢控亞視。至於亞視
12月份的欠薪，張建宗認為情況並不理想，當局會依法辦事，調查亦
接近完成階段。他表示，暫未有員工申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要求亞視
清盤，但若有員工要求，當局會盡量協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
會昨日三讀通過《強積金計劃（修
訂）條例草案》，僱員退休時可選擇
分期取回強積金；剩餘不足12個月生
命的「末期病人」亦可提早取回供
款。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表
示，修訂後可讓供款人更靈活提取累
算權益。他又指出，認同強積金收費
高、選擇難，期望在2016年推出核心
基金。
政府於強積金成立近15年後修訂條

例，建議容許退休或提早退休的僱員
分期提取強積金，而不用收取任何費
用。僱員亦可以罹患「末期疾病」為由申請
提早取回累算權益，但要由註冊中醫或西醫
提供證明，預期壽命只餘少於一年。另外，
條例亦列明65歲前退休的僱員提早領取強積
金後可以再工作，但65歲前要繼續強積金供
款，積金局會待有關建議完成技術程序後，
分階段實行。
民建聯、工聯會及勞聯表明支持草案，但

工聯會王國興批評行政長官梁振英未有兌現
競選承諾，取消強積金對沖長期服務金及遣
散費，促請政府合約及外判員工先試行取消
強積金對沖機制，日後再立法全面取消對
沖。有議員則批評規定太「殘忍」及「黑

心」，令最有金錢需要的病人，不能及早提
款治病。

陳家強盼明年推核心基金
陳家強回應指出，條例建議容許剩餘不足12

個月生命的末期疾病患者提早提取強積金，是
經過諮詢公眾及醫療專業團體的結果，定下清
晰客觀的定義，運作上更有效率。他又表示，
當局期望在2016年推出核心基金，作為每個強
積金計劃的預設基金，確保供款人可以投資在
有收費管制、符合長遠退休投資策略的基金，
並促使其他基金相互競爭，減低收費，積金局
正與業界討論相關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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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
府上周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解決房
屋供應量不足問題屬其中一個重點。
有調查指出，35%受訪者滿意新一份
施政報告，較上一份上升 5 個百分
點；最多受訪者(29%)最滿意土地及房
屋政策，較去年大增8個百分點；更
有逾半受訪者贊成當局擬推行的「綠
表置居先導計劃」。負責調查的團體
認為，行政長官及問責官員應積極向
公眾闡釋施政報告內容，增加與市民
溝通，深入了解市民的訴求，深化各
項政策的具體措施。
香港研究協會於本月15日至20日訪

問了1,210名市民，了解他們對今年施
政報告的意見。調查發現，35%受訪者
滿意施政報告內容，比率較去年增加5
個百分點。調查又發現，46%受訪者認
為施政報告對社會現時面對的問題回應
不多，反映仍有不少市民對是次施政報
告未感滿意。

逾半市民贊同「綠表置居」
施政報告提及的各項政策範疇當中，

最多受訪者(29%)表示最滿意土地及房屋
政策，較去年大增8個百分點，但同時
亦有15%受訪者對土地及房屋政策表示
最不滿意。香港研究協會解釋，結果顯
示市民對土地及房屋的相關政策意見分
歧。調查亦發現，51%受訪者贊成「綠
表置居先導計劃」，反映政府推出多種
形式的資助房屋得到多數市民的贊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內地活雞停止輸港21
日的限期今日屆滿，但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晚
表示，仍未接獲內地通知有任何註冊雞場獲批出場
紙，故今周將不會有內地活雞供港。他表示，不會猜
測何時有活雞供港，但希望農曆新年前可輸港，否則
本港活雞供應將會緊張，因為屆時對家禽的需求屬每
年高峰，當局會繼續與內地保持緊密聯繫。有內地雞
農表示，按一般收到通知後要抽樣化驗再隔離5日等
結果的程序計算，相信本星期內都不會有內地活雞輸
港應市。
長沙灣臨時家禽批發市場今日重開，打鼓嶺活雞檢

查站會關閉，活雞將直接運往長沙灣的批發市場處
理。活家禽批發商商會會長徐名團透露，昨日仍未收
到任何內地活雞供港通知，今日計劃與家禽業界，包
括批發及零售的代表約見食物及衛生局開會，了解內
地活雞供港情況，預料屆時情況會較明朗。

高永文：正跟進出事雞場
高永文重申，內地活雞供港由內地決定，何時恢復

須視乎內地部門的檢疫考慮及決定。對於有報道指，
出事的雞隻樣本不是來自指定認可的供港雞場，高永
文回應指出，當局有跟進，但暫未能證實有關消息。
至於長遠而言本港是否仍需要有活禽供應，他指將有
委員會進行研究。
漁護署表示，今日有多少本地活雞供應，須視乎市

場決定，下午會再與批發商及運輸商聯絡。民建聯立
法會漁農界議員何俊賢期望政府中長期能完善活雞供
應鏈，減低業界成本，令整體活雞價格可以下調。他
指出，依照上次7個月沒有內地活雞供港的經驗，本
地活雞供應仍能勉強滿足需求，相信即使短期內未有
內地活雞供港，不會出現大問題，最重要是處理好雞
苗問題，以維持兩三個月後的供應。


